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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载一地发展变迁

的历史脉络和前进里程，是研究一地之自然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历史资料。

记盛表实，莫过于志。“欲得大道，必先知史”o地方志乃一地一域之百

科全书，一部志书在手，便可窥一方之历史兴衰、经济枯荣、社会变迁、政治更

替。我们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，汲取历史教训，以史为鉴，才能有所发现，不

断创新，与时俱进。

慕武石村始建于明朝崇祯年间，距今已有360余年历史，经历了封建社

会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。她由建立、发展到

变革，由农民到居民，由农村到城市街道社区的历史转折，由过去的单一粮

食生产，转变为20世纪末的林果业和第三产业全面发展地新模式。它反映

了中国农村的前进方向和道路，淳厚质朴的民风民俗，蕴含着悠久的历史和

丰厚的文化，藏着几百年的实践财富，浸渍着十几代人的汗水和心血。认真

总结，挖掘和利用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，对存史、资政、教化身心、督正世

风都将起到巨大的作用。

究其修志，村志实为少见。而今国家繁荣昌盛，政通人和，百业俱兴，为修

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；市、区、街道领导重视，成立专门机构加强修

志工作的领导和具体指导；《北宅街道志》的问世为修志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材

料；有关资料管理部门积极为修志提供服务；村民积极参与和支持“修志"，修

志工作人员经过努力，广泛搜集，挖掘资料，经整理、考证，基本上弄清了慕武

石村自建村至今，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大体面貌，以较为翔实的史料，真实记录

了本村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，记述了村民世代奋斗的历程和业绩，记载了经

济、政治、文化和各个历史阶段的村民生活情况，揭示了村庄发展的方向和规

律，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。村志的形成是一项历史性

的重要建设，是一份珍贵的文化财富，具有史料性、可读性和收藏价值，对于承

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传承文明，必将产生良好影响。

中共崂山区北宅街道慕武石社区党支部书记

崂山区北宅街道办事处慕武石社区居委会主任

二。一。年七月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尊重历史事实，实事求

是地记述慕武石村的变迁与发展o

二、本志记述时限上起自建村下至2008年年底，个别章节有所下延。

三、本志采用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、传等体裁，以志为主体、图表穿插其中，

分篇、章、节、目等层次。

四、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，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，兼用本末体。

五、本志采用公元纪年，个别所用历史纪年，夹注公元纪年，解放前后指

1949年6月1日前后，建国前后指1949年lO月1日前后。

六、本志人物传略为本村有影响的人物，人物简介为行政副科级、军界排

长以上干部及立功受奖人员、区级以上人大代表、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和能

工巧匠。

七、本志采用的包括史料人名、地名、年代、数据引文等，资料来源于市、

区、街道档案，历史旧志、谱牒、报刊、年鉴、口碑等经考疑记证而取，均不注明

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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